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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书馆协会老年服务指南的质性研究及对我

国的启示∗
∗

肖　 雪

摘　 要　 本文以国外图书馆协会老年服务指南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获得指南的内容框架，可

归为八个方面：指南目标与编制思想，认识老龄化和老年人，图书馆老年服务原则，了解老年人需求，图书馆规划

和经费预算，馆藏与设施设备，馆员与服务，合作与宣传。 在对国内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应尽快制

定我国的图书馆老年服务规范，确立积极的老龄观和差异化的服务导向，建立对我国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向的清

晰认识，明确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的使命陈述，倡导具体化、整体性、常态化的服务指导。 表 ２。 参考文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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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８６５ 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年型国家，率先

开启了世界老龄化进程。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几乎

所有的发达国家均已加入老年型国家的行

列［１］ ，１９９６ 年全世界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上升到 ７％ ［２］ ，全球成为老年型世界。 伴随着

老龄化形势的发展，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公共图

０８２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促进老年人阅读的创新研究”（编号：１０ＣＴＱ００２）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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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老年服务在主要发达国家正式开展

（１９４１ 年美国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成立成人教

育服务部门，被认为是老年服务的开端［３］ ） ，并
逐渐获得图书馆协会层面的关注和推广，形成

了一系列规范指南，并不断完善。 如美国图书

馆协会于 １９６４ 年发布并先后于 １９７０ 年、１９８１
年修订 的 《 公 共 图 书 馆 老 龄 责 任 书》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声明对于老

年人，图书馆应致力于建立将老年人视为资源

而非负担的积极态度，并提供了开展服务的十

个领域［４］ 。 １９７５ 年发布《 图书馆老年服务指

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对公共图书馆应如何承担为老年人服务的责

任提出详尽指导，并分别在 １９８７、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８
年进行修订。 此外，国际图联及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协会也都编制了相关指

南文件。 这些指南文件对于图书馆制订老年

服务规划［５］ ，编制本馆服务指南［６］ ，指导服务

工作［７］ ，开展服务评价［８］ ，组织管理资助项

目［９］ 都发挥了指导作用。
反观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达到成年型，世纪之交达到老年型，１５ 年走

完了许多国家需要 ５０ 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转

变，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

家［１０］１，６ 。 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中，图书馆

界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意识到“公共图书馆如何

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加强为老年读者服务工作，
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１１］ 。 图

书馆老年服务工作及制度安排随之展开，１９８２
年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街道图书馆率先成立了老

年读书会［１２］ ，１９９７ 年发布的《辽宁省公共图书

馆文明服务规范》最早确立了老年服务的制度

要求［１３］ 。 但发展至今仍处于自发状态，缺少行

业指导是原因之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 ２１
世纪始终，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５０ 年是我国老龄化加速

发展的重要时期，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 ６０ 岁以上人口

将增至 ４ ４ 亿，占总人口比例将增至 ２９ ７％，此
后虽有波动，但老年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在 ４ 亿

左右［１４］ 。 老龄化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预示着比

例不断上升的老年群体将成为图书馆需要特别

重视的服务对象，这对图书馆提高老年人服务

水平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需要从全国公共图

书馆行业发展的高度，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牵头

制定行业指南和规范，国外指南编制的成功经

验值得借鉴。
在已有研究中，对美国图书馆协会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两版老年服务指南的研究相

对集中，对其发展历史、修订背景、内容框架及

其特点［１５－１６］ 有简要介绍。 １９９９ 年版本的特点

是强调馆员避免用旧的观念对待老龄读者，图
书馆服务工作要为老龄读者做贡献，提倡地区

社会和谐［１７］ ；２００８ 年的版本则显示出“如何应

对网络社会”、“如何积极看待为老年读者的服

务”、“如何应对高峰出生人群（１９４６—１９６４ 年出

生）” 将是近几年应对老龄读者服务的新动

向［１８］ 。 除此之外，王素芳［１９］ 、汪卫红［２０］ 分别对

国际图联、日本的老年服务指南进行过介绍，但
现有研究多偏重总体性介绍，仅止于此显然无

法发挥有效的借鉴作用。
借鉴国外经验本身就意味着全球话语与本

土情境的融合。 在老龄化成为全球议题并达成

多项全球共识的背景中，国外指南的理论基础

和内容框架具有较强的通用性，能为我国提供

直接的参考；而国情差异的存在则提示我们要

与本土情境结合，在比较分析国内外差异的基

础上思考对国外经验的选择性借鉴。 循此思

路，本文试图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国外

图书馆协会的指南文本，重点研究以下问题：①
提取和归纳国外指南的内容框架，分析指南形

成的理论基础和背景因素；②结合对我国与国

外情况的比较分析，为我国借鉴国际经验提出

有针对性的建议。

１　 研究设计

１ １　 研究文本

目前，国外制定的图书馆老年服务指南多

样，本研究主要选择由图书馆协会组织制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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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内容综合的指南文本。 由于英国图书馆

与信息专业人员协会（ＣＩＬＩＰ）２００５ 年制定的《对

老年人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指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未能获取，故

此文本未在此次分析之列。 为考察指南变化中

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美国和加拿大图书馆协

会老年服务指南的上一期版本纳入研究文本中

（见表 １）。

表 １　 国外图书馆协会老年服务指南列表

文本类别 名称 制定机构 国别
版本

制定时间

质性

分析

文本

对医院病人、老年人和长期居住在护理机构中

的残疾人的图书馆服务指南：１１ １ 老年人［２１］

国际图联

（ ＩＦＬＡ）
国际 ２０００ 年

对老年人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指南［２２］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ＬＡ）
美国 ２００８ 年

加拿大对老年人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指南［２３］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

（ＣＬＡ）
加拿大 ２００９ 年

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标准和指南：Ｇ１９ 老年

服务［２４］

澳大利亚图书馆

与信息协会（ＡＬＩＡ）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１ 年

比较

分析

文本

图书馆老年服务指南［６］２２９－２３２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ＬＡ）
美国 １９９９ 年

加拿大对老年人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指南［２５］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

（ＣＬＡ）
加拿大 ２００２ 年

１ ２　 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质性研究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以归纳法

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２６］ 。
在实际操作中，质性研究是一种生成的过程，研
究者以资料为主导，通过对其中关键词句、概念

的提取和深度描述建立由下而上的扎根理论，
获得解释性理解和本质再现，从而对处于类似

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对照的作用（这被称为

“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２７］ 。 本文采用质性研

究方法，通过对国外图书馆老年服务的指南文

本进行深度分析、信息标注和归纳整合，揭示同

类文本的共同点，形成具有一定概括性和抽象

性的认识，并将这一认识与我国的状况进行对

照，发挥质性研究的推论作用。
具体使用的研究工具是 Ｎｖｉｖｏ ８ ０。 首先，

在 Ｎｖｉｖｏ 中仔细阅读文本，对文本中表达关键词

句和概念的参考点进行开放编码以建立自由节

点，并对文本资料进行概念化命名。 若同一文

字内容涵盖几个节点，则分别标记在不同的节

点下，若现有节点无法涵盖则重新建立节点，直

至编码饱和。 其次，进行主轴编码，根据各自由

节点的特性，通过反复比较、抽象，将在开放编

码中被分割的资料加以类聚和概念化命名，形
成较为稳定、结构清晰的树节点，并分析不同树

节点之间的主从关系。 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编

码，对经过主轴编码的各个树节点再进行精炼，
形成核心的主题范畴，构成国外老年服务指南

的框架结构。 在编码的过程中，对文本中出现

的案例、背景资料及理论性问题建立分析型备

忘录，以便进行国内外对比分析。

２　 国外指南的内容框架分析

在质性分析的四份文本中，美国图书馆协

会（ＡＬＡ）、加拿大图书馆协会（ ＣＬＡ） 所发布的

指南采用的是独立文件的形式， 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和澳大利亚图书馆协会（ ＡＬＩＡ） 发布的

指南是一个整体文本的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

又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 因此，它们的内容与

篇幅存在一定差异，在分析时会出现参考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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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悬殊的情况，如前两者的参考点数量均在 ２００
个左右，而后两者的数量仅 ７０ 多个。 尽管如此，
这四份文本却在内容结构、指导原则和服务重

点的陈述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从而可以对

其进行归纳、比较和借鉴。

２ １　 指南目标与编制思想

ＣＬＡ 和 ＡＬＩＡ 围绕老年服务来确立指南目

标，即提供服务目录、设计老年服务，确保老年

人能获取和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ＩＦＬＡ 与

ＡＬＡ 则从确立服务指导思想角度确立指南目

标。 ＩＦＬＡ 明确以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积极

老龄化”（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为导向，指出图书馆应以

支持达成这一目标为己任，ＡＬＡ 强调了三个重

点导向，即增权参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保持身体、
心理和社会功能健康，以及通过信息技术改善

老年生活，其隐含的指导思想同样指向了“积极

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是把健康、参与、发展

并列为三大支柱，意味着老年个体应在身体、社
会、经济和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状态，并按照自己

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
神和公民事务。 它承认老年群体的差异性、丰
富性和能动性，由此带来的服务战略必然是从

“以需要为基础”转变为“以权利为基础” ［２８］ ，必
然对图书馆提出要求：支持老年参与，保障老年

权利，消除年龄歧视，塑造老年人的积极形象，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以改善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自

身条件和社会条件等。
在指南的编制思想上，ＩＦＬＡ 在指南前言中

指出：“指南不仅要提供方向，更应当作为描述

性文本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如此不仅对已提

供服务的图书馆有用，而且对寻求创新、评价或

扩展服务的人员也有价值。”其他指南尽管没有

明确说明，但在文本上 ＡＬＡ 和 ＣＬＡ 所提供的指

导翔实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 ＩＦＬＡ 的想

法不谋而合。

２ ２　 认识老龄化和老年人

对图书馆而言，如何理解老龄、老龄化和老

年人反映了服务所秉持的老龄观，将直接决定

老年服务工作的策略选择，因此这部分内容在

四份指南文本中都处于首要位置。 具体内容

包括：
（１）对老年人的界定。 指南均采用年龄作

为界定标准，但具体的年龄起点则各有不同，
ＡＬＡ、ＣＬＡ、ＡＬＩＡ 分别采用了 ５５ 岁、６０ 岁、６５ 岁

作为起点，ＩＦＬＡ 采用 ＷＨＯ 的定义，同时采用 ６５
岁和 ８０ 岁两个起点。 在用词上，前三者均采用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来指代老年人，ＩＦＬＡ 则采用“ ｅｌｄ⁃
ｅｒｌｙ”一词。

（２）老龄化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 各指南

用数据表明，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数

量在迅速增长，世界各国都在并将长期面临老

龄化现象。 指南同样注意到老年人口结构的变

化，一是 ７５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 （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ｏｌｄ）
数量和比例增长最快，另一个则是“婴儿潮一

代” （ 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ｅｒｓ） 在未来十年将大批进入老

年，构成年轻型老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婴儿潮一代”是指在二战后持续近二十年

的生育高峰期中（美国是 １９４６—１９６４ 年，加拿大

是 １９４７—１９６６ 年， 澳 大 利 亚 是 １９４６—１９６１
年［２９］ ）出生的大量人口（美国约有７，６００多万，
占总人口的 ２９％，加拿大有 ６００ 万［３０］ ，澳大利亚

有 ４００ 多万［３１］ ），他们在 ２００５ 年后相继进入老

年期。 这一代人不仅人口规模大，而且呈现出

与之前世代（世代指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生

的一代人，他们共有的历史经验会产生对现实

的相同感知和理解，生成一种共同的世代意识，
具有相似的行为特点，形成独特的世代风格，与
其他世代区分开来［３２］ ） 显著不同的特点，因而

受到国外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比 ＣＬＡ ２００２ 年

和 ２００９ 年的指南发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入

了有关婴儿潮老人的内容。 他们拒绝被称为老

人（如“ ｓｅｎｉｏｒ”、 “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ａｇｅｄ”、 “ ｏｌｄ” 等词

语［３１，３３］ ）而乐于接受 “年龄大一些的成年人”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３４］ 这样的称谓，这可以解释 ＡＬＡ、
ＣＬＡ、ＡＬＩＡ 文本中采用“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的原因，也
反映出老年活动理论所指的将老年期视为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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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延续，将老年人视为年长型成年人的积极

态度。 同样 ＡＬＡ 指南采用 ５５ 岁作为老年人的

年龄起点，也很可能与美国图书馆界在 ２００５ 年

白宫老龄大会（会议集中关注的正是即将面临

退休的婴儿潮老年人［３５］ ）前后将服务对象延伸

到 ５５ 岁乃至 ５０ 以上的“准老年人”有关，因为

这一代人进入老年要延续十余年时间。 可资印

证的是在介绍部分所指出的“在 ２００７ 年每 ５ 人

中就有 １ 人年龄在 ５５ 岁以上，总人数超过６，８００
万，婴儿潮老人将在未来十年使这一数字变得

更大”。
（３）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结合对老龄化发

展态势的认识，各指南都认为这将对图书馆产

生巨大而复杂的影响（ＣＬＡ 和 ＩＦＬＡ 分别用 ｇｒｅａｔ
和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来形容）。 包括：进入老年期老年人

将面临退休和身体衰退的变化，导致他们在生

活和活动方式上的改变，从而影响老年人获取

信息的能力与期望；老年群体数量增加会带来

图书馆潜在用户群体构成的变化，过去老年用

户未被充分重视的局面如果持续，将给图书馆

带来严重影响，会影响公众对图书馆重要性的

判断；老年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是婴儿潮

老人将重新定义他们的退休期待和生活需求。
因此，图书馆要关注这些变化，重视老年用户及

其需求，确保老年用户获取专用资源，并在服务

功能上重视阅读疗法，以及辅助老年人接受的

其他治疗。
（４）对老年人特点的把握。 多样化、异质性

被各指南反复提及，仅此一点的参考点就多达

３６ 个，充分凸显各指南对此特点的重视。 ＣＬＡ
开篇就指出老年人不是一个容易被划分的同质

群体，ＡＬＡ 也特别指出当前的老年人在美国历

史上最具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的表现在文本中

被提及最多的是老年人具有不同的兴趣和信息

需求，也存在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差异，其关

联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语言、活动状况、收入、
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网络技能、性取向等。 其

次是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存在差异以及老

年的多世代并存现象，老年人作为年龄跨度达

几十年的群体，处于不同出生队列的人们会形

成不同的世代，显露出不同的群体特征。 在承

认异质性的同时，指南同样强调了老年群体的

同质性和延续性。 同质性表现在老年人会共享

相似的变化情境包括退休、家庭责任的解脱和

身体衰退，这些变化使其呈现出与成年群体不

同的生活状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群体共同特

性；延续性表现在老年人会继续其成年期的个

性和生活方式，在阅读兴趣上将保持稳定。

２ ３　 图书馆老年服务原则

作为图书馆协会所制定的指南，从宏观上

提供指导原则是其核心和重点，通过归纳，各指

南所提出的原则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１）整合原则。 在指南中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首先是将老年服务视为图书馆工作中持

续进行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要将其纳入图书馆

总体规划、预算和营销之中，这在 ＡＬＡ、ＣＬＡ 和

ＡＬＩＡ 指南中均有表述，此外 ＡＬＡ 还特别指出如

果有外来资金支持老年服务项目，图书馆也需

要考虑如何将其纳入本馆日常的预算和服务

中。 第二是在 ＡＬＩＡ 指南中提出要倡导将公共

图书馆老年服务纳入市政管理和社会文化发展

规划之中，这体现了将图书馆老年服务与社会

老年服务整合的思想。 第三是 ＣＬＡ 指南中提及

将老年服务与图书馆为其他群体如青少年开展

的服务项目相连接。
（２）抵制老年刻板印象（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刻板

印象是指社会广泛持有的对认识客体与现实情

况不尽相符的认识及看法［３６］ 。 指南指出对于老

年群体而言，刻板印象往往导致老年歧视主义，
因而一再强调要意识到老年刻板印象的危险并

在计划馆藏、项目和服务时抵制这一错误观念。
指南还提出了操作措施，包括要培训馆员与老

年刻板印象斗争，在图书馆所有视觉推广资料

中展示老年人的积极形象，将图书馆作为与老

年歧视主义和刻板印象做斗争的展示范本。
（３）适应老年用户特点。 基于对老年人异

质性特点的认识，各指南均在多处指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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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秉持认识、反映和适应用户的原则，图书

馆服务首先就要认识到老年群体存在不同的兴

趣和需求。 其次，图书馆应在馆藏、服务和项目

中反映老年人的多样性特征，并在更广泛的范

围内倡导对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关注和回应，
适应老年人休闲娱乐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需求

差异，适应老年人对延伸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适应老年人对平装书的利用倾向。 第三，图书

馆服务要适应不同环境中不同类型老年人的需

求，包括要同时适应健康活跃的老人和听力障

碍、视力障碍、行动不便、头脑反应慢的老人，要
适应阅读能力和兴趣不同的老人，要适应接受

不同治疗的老年人的状况。
（４）重视老年用户参与。 ＩＦＬＡ 指南中援引

ＷＨＯ 的话指出，老化是个体生命中非常自然的

发展过程，不影响个体和群体对社会生活各个

层面的参与，其他指南同样提出重视老年用户

的作用以及吸纳他们参与的服务原则，在具体

操作层面提及最多的是开展老年志愿者项目，
其次是雇佣具有专业背景的老年人，让老年人

对图书馆老年服务有一定的参与决策权，其他

还有为老年人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将老

年人作为开展项目的智力资源。
（５）重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信息（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一词在各指南中共有 ３３ 次的高出现频

率，ＡＬＡ 指南名称在最新版本中所发生的变化

（增加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一词）都显示出对图书馆

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视。 将 ＩＦＬＡ 指南与其他指

南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前者中

阅读 （ ｒｅａｄｉｎｇ ） 一 词 出 现 了 ８ 次， 信 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仅为 ４ 次，但在发布时间晚的后三

者中则出现倒转，ＡＬＡ 指南中两词的词频分别

为 ３ 和 １３，ＣＬＡ 指南为 １ 和 １３，ＡＬＩＡ 指南为 １
和 ３。 在具体内容上包括：图书馆要成为信息中

心，应了解和满足老年用户不同的信息需求，为
老年人提供所需信息和信息设备，培养用户电

脑和网络操作技能，提高老年用户信息素养。
这一变化与 １９９４ 年以来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

息技术的普及［３７］ 有关，美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中，网民数量上涨了 ４７％ ［３８］ ，也与

图书馆对新技术的认识有关，ＡＬＡ 认为技术尤

其是互联网在改善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６）重视本地性和经常性。 本地性表现在

指南中“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当地的” （ ｌｏｃａｌ）的

出现频率合计达到 ５９ 次，内容上包括了解本地

区老年人情况，提供本地老年服务信息，与本地

机构合作。 经常性表现在调查、宣讲、制定预算

和服务、设计服务项目、与其他机构联络等内容

的陈述中“经常地” （ ｒｅｇｕｌａｒ）、“不间断地” （ ｏｎ⁃
ｇｏｉｎｇ）等词的频繁出现。

２ ４　 了解老年人需求

获取用户信息，了解用户需求是提供服务

的前提，各指南主要在获取目的、获取内容、获
取方式三方面提供指导，ＡＬＡ、ＣＬＡ 和 ＡＬＩＡ 三

份指南对此方面内容涉及较多。
首先，获取目的的陈述集中在了解老年人

兴趣，确定老年人需求上，并据此评估和判断图

书馆馆藏、服务和项目应当如何开展，以更好地

适应这一群体需要。
其次，获取内容按从总到分，从一般到特殊

可归为三方面：①获取当地或社区老年人的总

体信息，包括老年人口统计和人口预测信息，老
年人的教育、居住地、社会经济、种族、所属宗教

团体或其他组织的背景信息，当地以老年人为

服务目标的媒体机构信息。 ②获取不同背景老

年人的信息需求，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联因素，
如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文化背景、性取向、语
言、身体状态、网络技能与获取途径等，分析他

们各自具体的信息需求。 ③获取老年人日常生

活中的信息需求。 进入老年期的人们将面临着

共同的生活情境，如退休、身体衰退、闲暇时间

增多、精神自由、重新组织生活等，这些都必然

带来生活中新的信息需求，通过文本分析，可将

其分解为健康、医护与保健、房产与财务规划、
独立生活与终身学习、老年法规、社会保障与社

区服务、志愿行动与公民参与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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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获取方式上，ＡＬＡ、ＣＬＡ 和 ＡＬＩＡ 三

份指南均有说明，要基于社区发展途径，同时采

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来获取用户需求信息。
其中提及次数最多的是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

括老年用户、老年机构和社区机构）和焦点小组

访谈，其次是通过流通统计了解老年用户的借

阅模式，其他还有开展社区老年用户研究，进行

社区咨询，通过老年机构或老年图书馆顾问委

员会与老年人建立联系，从而时时获得信息。

２ ５　 图书馆规划和经费预算

图书馆规划中应纳入对老年服务的考虑。
具体而言，规划目标涵盖两方面：一是考虑如何

使图书馆成为受老年人欢迎，对他们而言更安

全舒适，与其关联更紧密的场所；二是考虑如何

将图书馆建设成为老年信息服务的焦点机构。
在规划方式上，指南特别指出要将社区老年人

纳入规划中，具体操作形式包括：建立顾问委员

会，其成员可由经常使用图书馆的老年人、图书

馆志愿者、馆员、馆领导、图书馆之友成员、老年

机构或社区机构的领导共同构成；建立与老年机

构、各层次政府机构和老年中心的定期联络；咨
询作为图书馆志愿者、图书馆之友组织成员或图

书馆领导成员的老年人。 此外，ＡＬＡ 和 ＣＬＡ 的指

南中还指出要指定专人负责协调、监督图书馆馆

藏和服务，以确保规划时考虑老年用户的需求。
在经费预算的设计上，指南指出原则上应

体现优先性，以与本地区人口统计特征及老年

用户需求（如老年人日益增加的对上门服务的

需求）相适应为导向来调整经费预算。 在经费

安排上，图书馆要研究适宜的拨款和赞助方式

以支持发展老年服务项目。 在预算实施中为老

年服务提供充足的经费，追加资金用于增加馆

藏、辅助设备和提供上门服务，同时要通过与老

年相关机构和基金会建立合作以积极寻求外部

资金支持。

２ ６　 馆藏与设施设备

ＡＬＡ 的指南中指出馆藏和设施设备要安

全、舒适、吸引人，各指南在这两方面的陈述都

较丰富。 馆藏要求轻便易拿，如提供平装本而

非精装本，间距适当，标引清晰，语言简易，文字

少。 载体上要求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形式，如
大字书、有声书、视听资料。 文献类型上提供报

纸尤其是日报、连环画、图画书、查考词典等。
馆藏内容主要涵盖医疗保健、旅游、棋牌游戏、
字谜、社会文化、烹饪园艺、市政信息、地方史、
家谱家族史、社区语言、法律、老年学等，以及支

持终身学习，与老年照料者有关的信息。
伴随着年龄增长而带来的身体问题会极大

影响老年人对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获得和利

用，因而各文本对设施设备上提出的要求多是

围绕可及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展开。 要求遵循的首要

原则就是方便获取，要由身体、视觉、听觉、阅读

及其他方面存在障碍的老年人来评估图书馆的

可及性。 为实现这一要求，指南指出图书馆应

遵守如“残疾人法”，“无障碍设计标准”等相关

法规标准。 在设备方面，图书馆应提供自动阅

读机、语音识别器、隐藏式字幕录像带、文字电

话（ＴＹＹ ／ ＴＤＤ）、轮椅、老花镜、手持放大镜、辅助

听力系统、网络入口和电脑操作台、签字导向

槽、电子翻页器、书立、舒适的桌椅。 在空间设

施方面，要建立光照良好、安静的空间以方便老

年人阅读，或者建立专用区域以供老年人进行

交流，或成立老年信息中心。 图书馆的所有标

牌、手册应清晰显眼并提供大字体和盲文（ ＡＬＡ
和 ＣＬＡ 还明确了字号要求，分别为至少 １４ 号和

１２ 号），电脑上应安装大字软件，书架的间距应

适合轮椅进出，书架中的书刊应容易获取，要就

近放置桌椅，提供延伸帮助等。

２ ７　 馆员与服务

馆员是开展服务的主体，极大影响着服务

的成败，指南提出要对馆员进行培训，要通过对

各层次馆员的再教育，使其体会到老年人利用

图书馆的困难，尊重老年人，认识并与老年刻板

印象作斗争。 其次，要确保所有馆员了解并能

满足老年人对图书馆的信息和休闲需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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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可能感兴趣的图书馆服务，了解社区其

他老年服务机构。 第三，图书馆可以雇佣老年

人作为专业人士支持馆员工作。
服务是各指南的关键内容，为此指南从服

务目的、服务场所和对象、服务形式三方面进行

具体陈述。
服务目的的陈述包括：①提高老年人成为

独立、熟练的图书馆用户的能力，鼓励老年人利

用图书馆；②鼓励终身学习，支持发展个人兴

趣；③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文化、健康和其他信

息的获取渠道，为不同阅读能力的人提供资源，
确保他们获得和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④采

用阅读疗法辅助心理治疗，弥补生理和心理不

足；⑤培养电脑和网络操作技能，提高信息素

养；⑥增强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促进身心及社

会功能的健康。
服务场所除了图书馆外，还包括老年住所、

老年中心、社区、老年日托所、疗养院、辅助生活

场所、饮食集合点等地，将馆内与馆外服务结

合。 由此服务对象也应进行扩展，既面向老年

群体，也面向老年服务网络的其他成员以及老

年照料者如其子女、家人、保姆。
服务形式是各文本的重中之重，内容涉及

较广泛，主要包括：①设计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服

务项目，如老年终身教育、志愿者服务，以及提

供老年人交流机会的项目，也可从不同兴趣、不
同年龄组或世代角度考虑服务项目；②为老年

相关人群提供服务，包括针对老年人家庭和照

顾者设计项目，为老年看护人员、社会医疗工作

者和素质教育者提供服务；③开展和参与代际

活动，如由年轻人教老年人发短信和上网，老年

人向年轻人讲述历史，同时图书馆应积极参与

社区其他机构组织的代际项目；④提供信息资

源获取服务，包括组织并提供老年服务信息、健
康保健信息、法律信息，提供阅读帮助和检索服

务；⑤提供延伸服务，包括馆外电脑培训以及到

老年活动场所的馆外服务，通过邮寄或流动车

提供的馆外服务以及针对居家老人的上门服

务；⑥开展培训，包括馆内外的电脑和网络培

训，图书馆用户培训；⑦提供老年优惠服务，主
要是取消罚款或对老年用户免费。 服务管理主

要目的是降低服务等待时间，具体方式包括进

行人员的重新调配，建立志愿传递系统，创新资

料传送方式。

２ ８　 合作与宣传

在 ＡＬＡ、ＣＬＡ 和 ＡＬＩＡ 的指南文本中多处涉

及合作，对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的着墨较多。
合作对象类型多样，层次丰富。 业界内部的合

作对象包括州图书馆、当地盲人和残疾人图书

馆、图书馆的青少年服务。 业界外部的合作对

象包括政府部门、社区机构、老年组织、老龄服

务机构、老年大学、当地学校和教育机构、电脑

之友组织、老年网站和报纸、老年营养项目、老
年志愿者项目以及其他老年服务提供者。 业界

内的合作方式包括提供馆员培训和老年所需信

息资源。 业界外的合作方式包括双赢的两方面：
一方面由图书馆与外部机构建立定期联络以征

求服务建议，探索合作项目，进行服务创新，招募

志愿者，并可提供继续教育项目，推进延伸服务，
结合图书馆项目提供书展和书单；另一方面图书

馆在网站上提供外部机构的链接，宣传其他机构

的服务，使其他机构的信息和出版物更易获取。
ＡＬＡ 和 ＣＬＡ 将宣传视为提高图书馆在老年

人中知晓度的方式，提供三方面指导：一是向老

年居民、老年传媒、老年中心、老年机构、老年营

养项目和公共健康机构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
二是向老年组织进行服务宣讲，三是公布老年

服务项目。

３　 国外指南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编码和归纳所形成的指南文本框架并

不是对原有文本的压缩，而是进行了抽取、精
炼、整合，基本反映了图书馆老年服务指南的

主体架构和内容特点，为我国制订相关指南提

供了良好的参考样本。 文本编制的思想具有通

用性，对我国具有同样的指导价值，而实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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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则需要与我国情况进行对比，探求我国的

特色。

３ １　 尽快制定我国的图书馆老年服务规范

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前还没有编制专门的图

书馆老年服务指南，但在其参与编制的《公共图

书馆法》 （征求意见稿）、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

范》、《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中均有涉及老年服

务的相关内容（见表 ２），如开展老年服务，考虑

并满足老年人需求，并在提供文献信息资源和

设施设备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但内容都较为

简略、笼统。 在我国老龄化态势加速发展的背

景下，老年人正在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用户

群且比例还在持续增加，公共图书馆需要认真

考虑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通过调整服务

进行积极应对。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有的指导

内容还远远无法适应当前和未来长时期的人口

老龄化情境，因而我国应在服务规范日益强化

的背景中，借鉴国外图书馆老年服务指南的内

容框架，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组织下设立相关

分支部门（ ＩＦＬＡ 下设弱势群体服务部，ＡＬＡ 下

设老年服务委员会，ＣＬＡ 下设老年人图书馆和

信息服务兴趣组），尽快推动制定专门的图书馆

老年服务指南及规范，并引导各级各地公共图

书馆制定老年服务指南，形成相互呼应的指南

体系。

表 ２　 中国图书馆学会参与编制的涉及老年服务的图书馆法规及标准

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涉及老年服务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图书馆法 （征

求意见稿）》 ［３９］

２０１２ 年

第十七条（公共图书馆的职能） （三）开展面向

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服务；
第三十四条（特殊人群服务） 公共图书馆应考

虑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群体的特点，提供

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资源、设施、设备和

服务。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

范（ＧＢ ／ Ｔ ２８２２０—
２０１１） ［４０］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包括所有公众。 ……努力

满足残疾人、老年人、进城务工者、农村和偏远

地区公众等的特殊需求。

《公共图书馆建设

标准》 （建标 １０８ －
２００８） ［４１］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第十六条　 公共图书馆的技术设备包括电子计

算机……视障和老龄阅读设备……等 １２ 类。
第二十五条　 公共图书馆总平面布置必须分区

明确，布局合理，流线通畅，朝向和通风良好。
老龄阅览室和视障阅览室应设在一层。
第三十四条　 公共图书馆的主要阅览室特别是

少儿和老龄阅览室应有良好的日照，并应充分

利用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

３ ２　 确立积极的老龄观和差异化的服务导向

从表 ２ 老年人所出现的语境（如“特殊需

求”）和对设施设备需求描述较多可以看出，我
国在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基调上过多倾向于对老

年人的关心照顾。 根据老年社会损害理论，社
会对老年人所强加的不良标签（刻板印象）或过

分关心都会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身心健康带来

损害，与社会损害理论相对的社会重建理论则

指出，要通过改变老年人的生存环境以帮助建

立与自我概念之间的良好互动［４２］ 。 因而，我国

应借鉴国外指南的精神，在编制指导性文件时

将积极老龄化作为图书馆老年服务的指导思

想，将人口老龄化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取得的

成就，将数量不断增长的老年人视为图书馆重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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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珍贵的用户资源，将老年人从被动的服务

接受者转变为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将
服务立场从居高临下的照顾者转变为老年人权

利的保障者，抵制老年刻板印象和老年歧视主

义，以服务为依托，以图书馆为平台营造积极老

龄、健康老龄、成功老龄的社会支持环境。
现有制度也忽略了健康老年人的需要。 从

我国的老年健康状况来看，“健康” 和“基本健

康” 的老年人占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达到

８３ ２％，如果加上“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老

年人，这一比例达到 ９７ １％，从年龄分布来看，
老年人口中 ７４ ９％是 ６０ ～ ７４ 岁的年轻型老年

人［４３］ ，他们大多身体健康、思维活跃、生活积极。
这些现实情况也支持我国订立指南时的服务导

向，即除了考虑身体虚弱、困居家中的老年人和

高龄老年人以外，还需要更多考虑健康和年轻

老年人的需求和参与意愿，指导开展促进积极

老龄化的服务项目。
国外指南框架的很多方面都强调了老年人

的异质性，积极老龄化和老年活动理论也对此

提供了思想支持，因此，我国指南编制中也应强

调这一点，将其视为由不同年龄、不同世代、不
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身心状况、不同人生

体验和生活方式、不同信息需求、不同阅读能力

的人构成的多样化群体，经常了解本区域内老

年群体状况，本地区其他老年服务机构情况，以
及本地区的老龄工作政策，制定差异化的服务

策略。 同时，也要强调老年人会面临的共同情

境，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相似的价值观、身心变化

和信息需求，应结合老年群体共同的行为规范

和需求特点来设计服务项目，避免将其他年龄

组的服务方式强加于老年人身上，也要意识到

老年期与成年期的延续关系，从稳定和变化结

合的角度了解老年人的需求特点，提供更贴切

的服务。

３ ３　 建立对我国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向的清

晰认识

国外指南都将对老龄化状况的认识视为订

立服务指导的前提，采用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

和发展预测数据，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与世

界其他老年型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发展状态显著不同。 首先，我国老龄化进

程起步晚但加速快，老年人口基数大，城乡分布

倒置，未富先老。 我国图书馆发展水平总体不

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如何在这一情境下提供切

实的服务指南值得深思。 其次，与国外发达国

家基本处于重度老龄化的情况不同，我国目前

仍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由人口总抚养比低于

５０％ 所 开 启 的 人 口 红 利 还 将 持 续 到 ２０３２
年［１０］１６ ，利用这一人口变动战略机遇期，发展图

书馆老年服务规范框架，将为我国在 ２０２１—
２１００ 年加速老龄化、重度老龄化［４４］ 期间完善老

年服务体系奠定良好基础。
当然，我国的老龄化也表现出与国外相似

的趋向。 首先，我国同样存在婴儿潮老人，主要

是由建国后在 １９４９—１９５８、１９６２—１９７１、１９８５—
１９８７ 年间形成的三次生育高峰所引起，其中，第
一批人到 ２０１０ 年开始陆续进入老年，第二批和

第三批将分别在 ２０２２ 年、２０４５ 年前后步入老

年［４５］ 。 这就意味着我国现在就处于第一次老龄

化期间，并将迎来第二和第三次规模庞大的“白

发浪潮”。 因而，指南编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

性，要对此变化趋势有清晰的认识，并意识到这

不仅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而且将带来老年

世代的转变（刘世雄等人做出了这种世代的划

分，分别对应着“文革”的一代、“幸运”的一代和

“ｅ”一代［４６］ ），对此转变及由此带来的老年行为

方式、价值取向和服务需求的变化需要加以强

调，同时可借鉴 ＡＬＡ 指南，将服务延伸到“准老

年人”。 其次，我国同样面临着高龄老年人迅速

增长的发展态势，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８０ 岁以上

高龄老年人占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

９ ２％［４７］ 增加到 １１ ７％［４３］ ，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１２ ３７％和 ２１ ７８％［４４］ 。
由于高龄所带来的不便较多，这意味着图书馆在

服务规划、经费预算、延伸服务、设施设备和志

愿者招募等方面对高龄老人要有比现在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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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和投入。 总之，明晰我国的老龄化现状、特
点及未来趋向，才能从指南高度真正树立老年

服务的紧迫意识和细分意识，才能为当前和今

后一定时期内老年服务提供切实的导向。

３ ４　 明确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的使命陈述

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是关于公共图书馆责任

和行业目标的陈述，也是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

机构存在的重要依据。 我国尽管已开展了多年

的老年服务，但多处于自发状态，对于图书馆为

什么要服务老年人的回答还主要源于职业理

念，但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这样的回答明显过

于宏观、抽象，要证明图书馆服务是及时的、有
意义的、可获取的，对图书馆使命的阐述就应该

条理清楚，与社会紧密相关［４８］ 。 因而，我国应借

鉴国外经验，从“图书馆—社区生活”层面揭示

公共图书馆对其服务社区的责任和价值［４９］ ，具
体到老年服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图书馆角度来看，多个图书馆的数

据都显示老年人在图书馆用户中的比例在上

升［５０－５１］ ，随着老龄化形势的发展，老年用户数量

将越来越庞大，拓展“银发市场”对于图书馆的

未来发展和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图

书馆老年服务的目标之一应是建立老年友好型

图书馆，鼓励老年人利用图书馆，提高他们独立

自由使用图书馆的能力。
其次，从老年人角度来看，随着我国老年人

健康水平的增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

到 ７４ ８３ 岁，比 ２００２ 年提高了 ３ ４３ 岁［５２］ ），文
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城市老年人的文盲率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１ ２％下降到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８ ４％，农村

老年人的文盲率从 ７４ ４％下降到了 ５７ ３％ ［５３］

），闲暇时间的增多（如北京市老年人的闲暇时间

为 ８ 小时 ３１ 分钟，是各个年龄段中最多的［５４］ ；农
村闲暇时间最长的是 ５０ 岁以上老年人，将近 ６ 个

小时［５５］ ），他们对终身学习和精神满足的需求日

益增多，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迅速发展的环

境中，他们对获取信息和连接网络的需求也与日

俱增，因此，我国图书馆老年服务指南应强调对

这些需求的重视和应对。 与国外相比，我国老年

文盲率仍然较高，而且年龄越大，文盲率越高［４３］ ，
在追求精神需求满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越多，
这也提示我国图书馆应提供更多的专项服务，如
朗读服务、有声书等。

第三，从社会角度来看，应对老龄化是社会

各机构的共同责任。 老年人身体老化、心理老

化和社会老化所带来的影响仅依靠自我调节还

远远不够，社会应共同合作营造积极老龄化的

支持环境，促进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公共

图书馆毫无疑问应成为这一支持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 因而，指南要强调通过提供文献信息资

源和信息技能培训，促进阅读和终身学习，提供

多种文化活动保持和促进老年人的独立和参

与，增进老年人权利，同时指南也要特别注重对

合作的引导。

３ ５　 倡导具体化、整体性、常态化的服务指导

指南的作用应是多方面的，包括倡导服务

理念，确定使命陈述，提供服务准则，规范服务

过程，指导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标准化程度，与
此相匹配的指南内容必然翔实具体。 与国外指

南相比，目前我国的老年服务规范或标准还过

于粗略，缺乏必要的指向，如指出要“满足特殊

需要”，但何谓特殊需要，如何满足，均没有说

明。 因而，我国应借鉴国外成果，以实用性、指
导性和前瞻性作为指南编制原则，制订专门的

老年服务指南，明确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具体细

节和管理方式，既能为老年服务提供总体的描

述性指导，又能为单个馆制订适应本地实际的

细则提供规范框架。
对国外指南还特别需要借鉴的是其整体性

的视角。 老年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一个方面，
其服务效果的彰显有赖于图书馆工作各方面的

协同配合，因而我国在编制老年服务指南时应

有全局视野。 要将老年服务置于图书馆工作的

整体性背景中予以考虑，要倡导在图书馆规划、
经费预算、馆藏、设施设备、馆内和馆外服务、馆
员等多个方面，以及图书馆的其他人群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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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服务中渗透对老年人的关注；要将图书馆

老年服务置于地区老龄发展状况的整体背景中

予以考察，要提倡图书馆结合所服务地区的状

况，老年人口统计数据和老年人特点以及图书

馆发展状况进行通盘考虑，订立适合本地区发

展实际的服务策略和服务内容；要将图书馆老

年服务置于社会老年服务的整体背景中予以强

调，要倡导积极宣传和广泛合作，图书馆要与老

龄政府机构、老龄组织、社区机构、老年传媒等

组织建立联络关系和协同关系，争取在老龄政

策和政府老龄规划中纳入图书馆服务内容，共
同形成良性互动的老年社会支持网络。

常态化的倡导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目

前我国老年服务中还存在突出的短期性、应景

式、形式化的问题，调查显示，公共图书馆开展

的老年服务活动主要集中在老人节、国际老年

人日（我国国庆节）、敬老月、世界读书日以及春

节、元旦等节假日，还没有成为常态化工作［５６］ ，
因而指南应提倡开展有计划、稳定、长期的服

务，将服务落到实处。 二是指南的制订不能一

劳永逸，国外指南都进行过修订，ＩＦＬＡ 的指南部

分是基于 １９８４ 年 ＩＦＬＡ 专业报告 ２“对医院病人

和社 区 残 障 人 士 的 图 书 馆 服 务 指 南 ”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Ｎｏ 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发展而来，ＡＬＡ 的指南最早是 １９７５
年制定的，后来又分别在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９ 年进行

了两次修订，此次分析的版本则是从 ２００５ 年开

始进行修订的，ＣＬＡ 的指南也是在 ２００２ 年版本

基础上修订发展而来的。 从修订或编制说明可

以看出，各指南都力图了解最新的发展趋势，对
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回应。 因而，我国应借鉴

其经验，结合变化的情境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进行动态更新和修订。

４　 结语

１９９７ 年，国际老年学会将“ ２１ 世纪的人口

老龄化：同一个世界，共同的未来”作为主题，面
对共同的未来，所有社会的成功经验都值得借

鉴。 国外图书馆协会老年服务指南为我国制订

行业协会层次的指南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本，
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但从制度体

系的角度来看，完善的老年服务制度显然需要

更丰富的层次，面向具体工作的微观层次也很

必要。 对此，国外也有较多成果，如美国图书馆

协会信息素养与延伸服务办公室发布的《吸引

老年 用 户 的 关 键 ＠ 你 的 图 书 馆 》 （ Ｋｅｙｓ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ｙｏｕ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老年人快

速服务技巧》（Ｑｕｉｃｋ ｔｉｐ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密苏里州图书馆的《密苏里州图书馆老年服务

资源手册》（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ｅｎｉｏｒ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图书

馆发布的《活跃，参与，值得珍视的老年人与新

南威尔士公共图书馆》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ＮＳ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英国东萨

塞克斯郡发布的《东萨塞克斯郡图书馆服务老

年人战略》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Ｓｕｓｓｅｘ），对这些成果的考察分析将

成为后续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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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ｉｎ ２０００［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０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ｒｅｎｋｏｕｐｕｃｈａ ／ ２０００ｐｕｃｈａ ／ ｈｔｍｌ ／ ｔ０１０７ ｈｔｍ ）

［４８］ 　 维维恩·沃勒 公共图书馆立足于数字化时代的合理性［Ｊ］ ．肖鹏，译 肖永英，校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０（３）：２－

８ （Ｗａｌｌｅｒ Ｖ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 Ｊ］ ．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Ｘｉａｏ Ｙｏｎｇｙ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３）：２－８ ）

［４９］ 　 于良芝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来自图书馆使命的注解［ 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０７（ １）：１－ ９ （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

－９ ）

［５０］ 　 陈建英 公共图书馆需大力加强老年读者服务工作［ Ｊ］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０５（ ４）：３１－ ３３ （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ｙ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Ｊ］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５（４）：３１－３３ ）

［５１］ 　 记刘慧，杜凌燕  浙江老年读者最爱泡省图书馆［ Ｊ ／ ＯＬ］．浙江日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ｎｅｔ ｓｈ ｃｎ ／ ｔｓｇｘｈ ／ ｌｉｓｔ ／

ｌｉｓｔ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２８０ （Ｊｉ Ｌｉｕｈｕｉ， Ｄｕ Ｌｉｎｙａ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ａｇ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Ｊ ／ ＯＬ］．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ｎｅｔ ｓｈ ｃｎ ／ ｔｓｇｘｈ ／ ｌｉｓｔ ／ ｌｉｓｔ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２８０ ）

０９６



肖　 雪： 国外图书馆协会老年服务指南的质性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Ｘｉａｏ Ｘｕ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５２］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４．８３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９－

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２０９ ／ ｔ２０１２０９２１ ＿３０３３０． ｈｔｍｌ． （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７４．８３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 ０９－ 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２０９ ／ ｔ２０１２０９２１＿３０３３０．ｈｔ⁃

ｍｌ．）

［５３］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 － ９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１－９ ）

［５４］ 　 王琪延，雷弢，石磊． 从时间分配看北京市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北京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系列报告

（之十二）［Ｊ］ ．北京统计，２００３（７）：３４－３５．（Ｗａｎｇ Ｑｉｙａｎ， Ｌｅｉ Ｔａｏ， Ｓｈｉ Ｌｅｉ． Ｇｅ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ｓ（Ⅻ）［Ｊ］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７）：３４－３５．）

［５５］ 　 田翠琴，齐心菁 农民闲暇［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１９ （Ｔｉａｎ Ｃｕｉｑｉｎ， Ｑｉ Ｘｉｎｊｉｎｇ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２１９．）

［５６］ 　 肖雪，周静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３（３）：１６－２７ （Ｘｉａｏ Ｘｕｅ，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３）：１６－２７ ）

肖　 雪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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